
“桃花源”之争，占理还是逐利？

■微论撷英

【新闻背景】中国只有一个
“桃花源”——重庆酉阳和湖南桃
源都这么认为。近日，重庆酉阳高
调推介县境内的桃花源景区，并以
排他性的姿态，公开宣布酉阳桃花
源的“正宗”性。此举随即引发同
样主打“桃花源”牌的湖南桃源的
反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桃源县
多名政府人员称，重庆酉阳涉嫌

“炒作”，桃源县的才是“正宗”的。
（12月10日《新京报》）

数典忘祖固然令人不齿，为了
莫须有的老祖宗而互撕得不亦乐
乎，恐怕也不见得多么光荣。重庆
酉阳和湖南桃源为了“桃花源”而
赤膊上阵，甚至这种口水战以地方
公权的姿态在朋友圈“刷屏”，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傍祖宗吃名人的姿
势，简直令无数“吃瓜群众”惊掉了
手里的瓜。

是什么令两地对桃花源“爱得
那么深、爱得那么认真”？冠冕堂
皇的理由背后，恐怕也裹挟着显而
易见的小心思。

全国以桃花源命名的景区有
20多个，究竟谁是李逵谁是李鬼？
在陶渊明老先生的眼里，可能搞笑
得很。本来就是个脑洞大开的文
学创意，又不是什么地理标志，如
何从文人骚客的天马行空中，硬是
考证出个子丑卯寅来呢？有时间
为这事儿胡吹海侃，倒不如真心为
百姓打造个世外桃源。

在重霾袭城的今天，“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无疑是现
代人心心念念的“理想国”，不过，谁
叫桃花源、谁造桃花源，有什么要紧
呢？良田美舍便是梦乡。把宜居指
数提升上去，处处皆是民众心里的

“桃花源”；再说，指望傍祖宗而逍遥

今生，这白日梦做得太美。中国地
大物博，文化洋洋洒洒，哪个地方没
几个拿得出手的“老祖宗”呢？如果
各个靠着祖上之名过日子，岂非坐
等天上掉馅饼？

李白的故里，曹雪芹的故乡，
甚至臭名昭著的西门庆的祖籍等，
都经历过沸沸扬扬的争夺大战。
一个虚名，引得拥趸如云。占理还
是逐利，大家心知肚明。今年3月，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关
于把握正确导向做好文化遗产保
护开发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目
前存在打着传承文化旗号争夺名
人故里、兴建假文物、盲目举办祭
拜活动、肆意炒作负面历史人物等
问题。

谁的“桃花源”？这个问题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争执，谁来喊停，何以收场？

■洛浦听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校园欺凌：
每个孩子都是受害者

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中关村第二小学
发生校园欺凌事件，相关话题再度引发公众
热议。如何有效杜绝校园欺凌，保护每一个
孩子，众网友对此展开讨论。

提及校园欺凌，自称受害者的@三尺万
卷直叹“未言先泪”：虽然我从小个头儿高，
可在学校一直是个受气包儿！被欺负就算
了，现在想想最可怕的是，我当时居然丝毫
没有告诉家长和老师的想法，真悲哀！同病
相怜的还有@喊我黄三金：爸妈以为我在学
校爱打架，其实我都是被人打……

老师们就发现不了这些事吗？@vani-
ty_vestige 也很困惑：这发生在眼皮子底下
的事儿，别的老师不知道，班主任还能一无
所知吗？平常抓个学生早恋都那么轻而易
举……@晴天dou好问道：只要事情闹得不
太大，老师们最多也只能训训人吧？

相比之下，@猫的嫁衣更担心校园中的
“软暴力”：成绩不好的学生，难免在学校受
到冷落和排挤，产生的心灵创伤也不会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算校园欺凌的一种
吧？回家跟家长说，家长多半会反过来训你。

进一步说，在@西南科大郑婷看来，校
园欺凌亦是社会缩影：现实社会中时刻都在
发生弱肉强食的事情，校园里也会有。更为相
似的是，校园欺凌发生后，同样有人保持冷漠
态度。@洛阳好备T则说：成人世界中的戾气
在不断浸染纯洁的校园环境，校园欺凌正呈
低龄化发展趋势。所谓的“坏孩子”，他们的恶
到底从何而来？这值得我们反思。

“办法有的是，关键还要靠教育。”@樊耀
文微博指出，虽然应试教学是首位，但学校也
不应放弃德育教育，“孩子们都快乐成长，不是
更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吗？”@鸿雁滑翔最
后说：校园欺凌关系到每个孩子的成长，换个
角度看，旁观者、施暴者不也是受害者吗？只靠
批评、说教不行，教育还是要用心啊！（王斌）

龙门 站ee
08A 2016年12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蒋颖颖 校对／庆栋 组版／洪岭河洛评谭

只有25.21%的学生认为替课是错误的行为。
——临近期末，针对大学生替课现象，记者随

机对12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该教材背后透露出大男子主义的倾向，使性
别教育陷入男权刻板印象。

——12月7日，小学男生性别教材《小小男
子汉》的新书发布会在上海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
小学举行，这本书被誉为全国首本男生性别教材，
但也有人这样表示

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这谁不知
道？精明的商家，自然深谙此道。
同时，针对儿童专用食品的质量标
准，我国并无规定。没有标准，那自
然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怎么吹
就怎么吹。

对家长来说，为什么舍得在“儿童
食品”上花钱呢？一来，为了孩子好，
干啥都愿意，这是家长共同的想法。
同时，家长们难免心生期盼——给孩
子吃的东西，在质量控制上，商家总是
不敢、不会昧良心吧？

遗憾的是，这往往是家长们的一
厢情愿。在一些食品和营养学专家看
来，“儿童食品”除了外形、包装更吸引
人，在营养成分上也往往以多糖、多脂
肪来增加食品的甜味和酥脆性，以香
精来增加食品的香味……当然，质量
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愿意让孩子
吃更多糖、脂肪和香精呢？

还是听医生的话吧：儿童在3岁之
后所吃的食品与普通成年人的食品并没
有明显差别。多在家做饭，让孩子多吃
健康营养的家常饭，比什么都强。

■漫画漫话 □尔冬/文 茜文/图

儿童食品？噱头而已

【新闻背景】

让孩子吃得好、长
得壮是所有父母的心
愿。随着市场的细化
和多元化，市场为家
长们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各种儿童专用食
品层出不穷：儿童酱
油、儿童面条、儿童
饼 干 …… 这 些 打 着

“儿童专用”旗号的食
品，真的适合儿童食
用吗？食品专家表
示，一些企业把“儿童
食品”当成了宣传噱
头，不仅价格虚高，同
时还不见得更有利于
儿童的营养吸收。
（12月11日 人民网）


